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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各类在线学习平台或社会性学习工具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个体学习活动被有效组织和连接
起来，共同创造出一种名为集体智慧的新知识。集体智慧由个体行为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汇聚而成，体现为一

种共同的认知或行为的状态或趋势，并在社会情境下整体输出，发挥成效。这种知识被证实在解决复杂问题上

要优于专家智慧。为了探讨如何利用学习分析技术促进集体智慧的获取与应用，进而有效支持在线教与学的教

学决策，本研究在梳理现有学习分析模型操作要素的基础上，从目标确定、数据收集、分析过程和结果应用四方

面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集体智慧的学习分析目标可以依据教师和学生的兴趣和关注点加以确立，数据分析

可分为社会网络分析、话语分析、内容分析、性格分析和情境分析五大类，具体操作时还可从时间维度再细分为

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相应的服务也可划分为信息级和洞悉级两个层次，但都应考虑分析结果呈现的方式以及

应用策略。本研究最后通过应用案例对所提框架加以诠释，并讨论了未来需要开展的工作，包括定义各种服务

于不同分析目标的ＯＩＭ关系链、设计和开发解读和应用相关分析结果的工具、开展试验研究加以验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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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在线学习繁衍的速度与规模令人惊讶，其

中尤以 ＭＯＯＣ突出。有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
大学生至少选择了一门在线课程，１６％的人则以在
线学习课程为主（Ｂａｉ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同时，非正
式学习也从默默无闻中走出来并登上企业学习的议

程（Ｃｒｏｓｓ，２０１５），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的蔓延。在
各类在线学习平台或社会性学习工具的支持下，大

量个体学习活动被有效组织和连接在一起，催生出

一种新颖的被称之为集体智慧（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简称ＣＩ）的知识。它一般产生于一群个体的
集体性活动，比如学习同一视频并加以评论，对同一

讨论主题发表看法等。作为一种群体性问题解决能

力（Ｈｅｙｌｉｇｈｅｎ，１９９９），相关实验研究已证实其在解
决复杂问题的阈值上明显高于专家智慧（Ｍａｕｂｏｕｓ
ｓｉｎ，２００６）。集体智慧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比如
Ｇｏｏｇｌｅ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Ａｍａｚｏｎ的产品推荐等。在线教
与学中，相关研究还很少。

加拿大集体智慧研究中心主席皮埃尔·莱维

（Ｌéｖｙ，２００２）曾指出：“我们对新技术最好的利用不
在人工智能上，而在集体智慧上；不是让计算机模仿

人类，而是帮助人类更好地群体性思考并发展他们

的思想”。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集体智慧的潜能与

价值越发突显。集体智慧的获取其实就是从大量人

群的行为和数据网络中收集信息和寻找答案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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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习分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简称ＬＡ）技术可以
很好地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技术增强学习研

究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学习分析技术的本质就

是对数据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加以发现和理解并有效

进行利用的研究（郁晓华等，２０１３）。学习分析正在
掀起教育技术发展的第三次浪潮（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１），越
来越多的教育者希望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改进对学

习的理解，寻求创新的机会，实现“智慧性”的教与

学，以确保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的目标是探讨如何利用

学习分析技术促进集体智慧的获取，以有效支持在

线教与学的教学决策。

二、集体智慧与学习分析

（一）集体智慧及其核心特征

集体智慧并不是个全新的概念，从人类共同狩

猎到如今的现代社会就一直存在着（Ｓｉｎｇｈ，２０１１）。
它可以描述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一群个体集体做

着智慧的事情（Ｍａｌ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参与的个体可
以是除人类之外的动物或昆虫，他们最终整体的产

出或成果要优于任何部分相加的总和（Ｓｉｎｇｈ，
２０１１）。集体智慧最吸引研究者的地方在于它极大
推动了知识和能量从个体创造向群体创造的转变。

集体智慧的定义非常丰富。典型的有：“一种

集体决策能力，它至少等同或优于群组中的任何

一个成员（Ｈｉｌｔｚ＆Ｔｕｒｏｆｆ，１９７８）”，“一种人类团体
在创造、创新和发明中开展智力合作的生产力

（Ｌéｖｙ，１９９７）”，“一种由某种社会结构运行的无
意识的、随机的、并行的分布式计算过程，它使得

这一社会结构（可以从细菌菌落到人类社会结构）

运作良好（Ｓｚｕｂａ，２００１）”，“一种关于连结和关系
的智慧（Ｚａｒａ，２００４）”。过去十年中，又出现一些
新的认知，信息技术开始在集体智慧的获取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比如，“人和计算机构成的集合

体，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共同做智慧的事情

（Ｍａｌｏｎｅ＆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５）”，“集体智慧的应用
是一种开放数据的产物，可以通过联合这些开放

数据 仓 库 发 现 知 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２００８）”。

不同语境下，集体智慧被看作成一种决策能

力，一种创造性生产力，一种分布式计算过程，一

种有关连结的智慧等。但不管如何定义，两个核

心特征必须加以解释：一个是集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它
虽然意味着多种来源，但要求个体间存在着一定

关联（Ｍａｌｏｎｅ＆Ｃｒｏｗｓｔｏｎ，１９９４），并最终构成整体
发挥效果。至于如何结合成一体，组织和连接个

体工作的方式在不同视角下有不同的做法。互联

网的发展使得集体智慧获得了新的发展活力，尤

其是在各类社交媒体的支持下，大量新颖的集体

工作形式涌现；另一个是智慧（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它在
本研究中被作为一种内嵌于社会或大规模人群中

的知识或能力（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２００８），能被
获取并应用于解决问题。它可以划分为两类：显

性的和隐性的（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２００８）。显
性知识由许多人通过显性的合作与分享，聚集并

记录而得，就如维基百科，成千上万次的贡献形成

最后的知识版本。隐性知识则是通过分析行为模

式、相关关系和操作流程而被揭露所得，这些模

式、关系和流程是隐性形成的，由很多人在一段时

间内选择和行动汇集而成。隐性知识更有趣，也

更具潜能与价值。就如亚马逊网站的推荐功能，

成百上千条购买记录以及用户自身先前的购买记

录，帮助用户选择最有可能符合用户口味的推荐

清单。

总之，本研究中的集体智慧被看作一种内嵌于

人们显性或隐性集体活动中的知识，体现为一种共

同的认知或行为的状态或趋势，并在社会情境下以

整体输出，发挥成效，被用于优化在线教与学。

（二）集体智慧相关概念辨析

集体智慧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计算

机科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受广泛关注。在教育领

域，由于概念中涉及知识创建和群组活动等含义，与

一些教育概念非常相关，包括知识建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简称 ＫＢ）、协作学习（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简称ＣＬ）和学习共同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简
称ＬＣ）（见表一），我们试图从概念情景、集体目标、
个体关系、过程结构和个体责任五方面对这四个概

念加以辨析，以进一步明晰本文所研究集体智慧之

概念范畴和主要特点。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集体智慧与其他三个概念

的差异在于：１）集体智慧的目标相对来说比较模
糊，没有很好地加以计划，并不像其他三个概念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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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晓华，江绍祥在线教与学集体智慧的有效利用：学习分析的视角与架构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３）



表一　集体智慧及其相关概念

方面 集体智慧（ＣＩ） 知识建构（ＫＢ） 协作学习（ＣＬ） 学习共同体（ＬＣ）

概念情景
描述一种大众同行评审和群

众应用情景

描述一种学习者团体为创建

知识所需完成的活动情景

描述一种两个或更多人共同

学习或尝试共同学习的情景

（Ｄｉｌｌｅｎｂｏｕｒｇ，１９９９）

描述一群分享共同学习目标

和态度的人，他们半规律性

开展一定合作的情景

集体目标
集体性行为和努力的协同效

果意外带来的财产

提高公共知识，推进当前认知

（Ｓｃａｒｄａｍａｌｉａ＆Ｂｅｒｅｉｔｅｒ，２００３）
投入共同的任务，分享同一

成果

通过互动和合作实现个体

需求

个体关系
开放、自组织，个体之间可能

彼此不熟悉

在团体或群组中，每个个体有

不同的角色
个体之间彼此依赖且负责任

个体以群组为荣，并具有一

定的归属感

过程结构
从高度结构化到无结构，变换

自由且开放
高度结构化，目标明确 结构化，个体分工

高度结构化，事件共享、情感

联系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ｈａｖｉｓ，
１９８６）

个体责任
个体独立的贡献，思想的多

样性

思想的多样性，且不断改进的

贡献
欢迎多样性，不断共享与协调 个体参与和影响

典型案例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ｕｍ ＷｅｂＱｕｅｓｔ Ｓｏｌａ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明晰且有目标性（知识建构和协作学习关注群组产

出，演习共同体关注于个体所获），因此集体智慧并

不注定会有的，更像是一种副产品，意外而获；２）集
体智慧参与者之间的连结是四个概念中最弱的（协

作学习相对最强），没有分层管理和角色分配的约

束，对个体几乎没有责任要求；３）集体智慧的参与
创建是最广泛的，但过程组织可能是最松散的，主要

是一种来自于非结构化活动的知识。虽然来自于非

结构化活动的知识比来自结构化活动的知识创建成

效要低，但结果却更有趣，也更具价值。

（三）集体智慧的教育应用价值

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事物，但每个人都有知

道的东西（Ｌéｖｙ，１９９７）。依据马隆等（Ｍａｌｏｎ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关于集体智慧基因的研究，集体智慧主
要由两类群体行为产生：创建和决定。在创建过

程中，多样化、独立性的意见被提出、分享和整合

在一起；而后者，通过显性或隐性的评价和选择，

一致的看法或选择、共同的行为或路径得以产生。

随着集体智慧在商业、市民生活、政治事务等领域

的不断成功引入，一些研究开始探索其在教育领

域的可能应用。雷克等（Ｒｅｃ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应用
集体智慧的结构原理，搭建了一款用于教师众群

教学（ｃｒｏｗ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的网络工具，可支持教师搜
索、创建和分享等各种基于在线学习资源开展的

教学活动。张塞男等（２０１５）运用“合作共建”“协
同编辑”“共同评价”“大众分类”等充分发挥集体

智慧的方法，设计了基于集体智慧的开放学习资

源聚合与分享框架。佘等（Ｓ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研究

了如何利用集体智慧建构针对新学者的初步词汇

测试，以实现课程学习内容的个性化自适应。总

的来讲，当前对于集体智慧的教育应用研究并不

多见，且多侧重于显性地创建，在隐性方面很少。

这一方面是技术复杂、获取不易，另一方面是因为

没有适合的理论加以指导。

其实，作为一种完全分布式的智慧，集体智慧

又被称为“群众智慧”（ｗｉｓｄｏｍｏｆｃｒｏｗｄｓ）和“群体
思维”（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它持续被增强着并实时被
协同着，这一机制将产生非常有效的行动能力

（Ｌéｖｙ，１９９９）。埃隆（Ｉｌｏｎ，２０１２）认为集体智慧通
过联合各个部分以及个体的集体努力后，更容易

被用于处理快速的变化和适应复杂的差异，也更

容易实现创新。因此，在我们看来，集体智慧可在

在线教与学活动的多个方面发挥作用（Ａｔｌｅｅ＆
Ｐｏｒ，２０００），包括：１）为学习者提供不同视角、广泛
可获得的持续进化的信息；２）帮助学习者反思自
我，改善社群感知；３）提高创新和产出，促进各种
新颖的教与学方式的产生；４）以优于专家的成效
协助教师感知可能出现的问题，预测将发生的事

件；５）为教师和学习者带来突破、洞悉和创新的机
会等。但埃隆也指出正规教育就像一个被管理的

智慧，具有系统控制、专家驱动、结果定义和效率

制约等特点，如果要利用好集体智慧，需要对教与

学重新加以定义。西蒙斯（Ｓｉｅｍｅｎｓ）因此问道：
“个体知识的价值在哪？个体与更大群体之间的

关联如何？集体智慧怎样影响着当前教育的个人

主义结构？”（Ｙａｎｇ＆Ｙｕｅｎ，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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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学习分析研究模型的关注要点

学习分析持续改进循环模型 学习分析特征框架模型 学习分析参考模型 学习分析关键维度模型

— 分析方向和目标类型 目标 目标

— 数据来源：政策 — 约束：隐私和伦理

计算机：数据 数据来源：品质和渠道 数据环境 数据

计算机：工具 技术方法和呈现 方法 方法

理论：教学法知识 嵌入理论和现实问题 — —

人 分析主客体与客户 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

— — — 能力：批判思维和解释力

组织：项目组成员 — — —

　　 （四）学习分析及其研究模型
学习分析是对学习活动中的数据进行收集、

分析和报告，以理解并优化学习活动及其发生的

环境（Ｓｉｅｍｅｎｓ，２０１２）。学习分析源于商业智能，
本质是一种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随着教育信息

化服务对个体的关注和重视，学习分析逐步从学

术分析（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背后走出。不同于学
术分析对宏观层面组织效益和经营成本的关注以

服务于组织机构和政府部门，学习分析更关注微

观上的教学设计与组织以有效促进个体的学习成

功，针对的是身处学习情境中的教师和学生（Ｓｉｅ
ｍ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随着基于数据与实证作出精
准决策的呼声日趋提高，学习分析也成为技术增

强学习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点，从２０１０年正式形
成以来被广泛研究和探索如何在多种教育情境中

的应用与实践。本研究认为学习分析技术可以大

大促进社会学习情境下集体智慧的获取。它可有

效揭示群组的多样看法、关注焦点和发展倾向，为

教师的问题诊断与教学决策提供依据，也可促使

个体反思与群组中他人的不同，协助他们形成新

的学习目标。

指导学习分析技术实践的研究模型很多，比

较有代表性的是丽莎和伊莱亚斯（Ｌｉｓａ＆Ｅｌｉａｓ，
２０１１）的学习分析持续改进循环模型，库珀（Ｃｏｏｐ
ｅｒ，２０１２）的学习分析特征框架模型，沙提（Ｃｈａｔｔｉ，
２０１２）的学习分析参考模型以及格雷勒和德雷斯
乐（Ｇｒｅｌｌｅｒ＆Ｄｒａｃｈｓｌｅｒ，２０１２）的学习分析关键维
度模型等（见表二）。不难发现，所有模型都涉及

数据来源、分析目标、技术方法、利益相关者和约

束等要素。此外，本研究发现还有四个很有趣的

方面值得关注。

１）分析定向：可依据时间上的关注差异划分为
关注过去、关注现在和关注未来三种，不同的定向有

助于决定学习分析应用的情境；

２）嵌入教学理论：为了使分析应用具有意义且
有效，学习理论、优质的教学实践、领域知识与视角

需要被引入以加以指导；

３）呈现策略：需要与技术方法联合以更好地协
助分析结果的理解，因此精心设计可视化以促进深

入洞悉分析所揭示的信息是重要内容；

４）客户的解读能力：客户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
去理解学习分析的结果，并做出恰当的反馈行为。

三、集体智慧的学习分析框架

基于学习分析技术获取集体智慧是一个新兴的

研究领域，尤其是将集体智慧作为决策支持的基础。

本研究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指导框架，旨在从目标确

定、数据收集、分析过程和结果应用四方面梳理这一

应用实践活动可能涉及的问题和内容（见图１）。
（一）目标确定

愈来愈多的实践研究发现，学习分析的应用不

应急于展开具体操作。为确保分析的行动指向和最

后的应用成效，具体操作前一个非常根本且攸关的

任务就是明确整个分析活动的目标并设定适当的目

标／指示／度量关系链（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Ｍｅｔｒｉｃ，
简称ＯＩＭ）（Ｃｈａｔ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该关系链描述了
如何选择指标数据然后进行转换以对设定目标加以

度量的一套教学设计逻辑。虽然大多数学习分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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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集体智慧的学习分析框架

型笼统地将目标划分为分享－反思和咨询－推荐两
大类，但针对具体教育应用情境，笼统的目标还需进

一步细化。在在线教与学情境下，学习分析应用目

标可从客户的兴趣和关注点出发加以设计，即从教

师和学生两个角度加以考虑。通过整合相关的调查

研究和文献（Ｃｏｆｆｉｎ＆Ｌｙｌｅ，２０１５；Ａ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Ｄｒａｃｈｓｌｅｒ＆Ｇｒ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２；Ｂｉｌｌ＆ＭｅｌｉｎｄａＧａｔｅｓ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本研究认为对于集体智慧，教师感兴
趣的内容包括：１）获知学生群组的关注点和认知趋
势；２）发现个体或群组出现的问题以及意料之外的
行为；３）能从集体智慧中找到更适合和更新颖的教
学方法；４）寻找恰当的教学干预点以支持学习者个
体或群组的有效学习。学生感兴趣的主要有两方

面：１）通过与同伴或群组的比较，感知不同和差距，
从而反思自我的学习状态；２）从集体智慧中获取有
效的个性化学习指导与推荐。

（二）数据收集

不同的分析目标需要选择与其相适应的数据类

型。不同于传统的教育数据挖掘，分析数据大多为

考试分数和学业成绩，集体智慧的学习分析数据来

源更为多样，更为复杂，且通常分布于各种社会性学

习情境下。从某种程度上讲，集体智慧的分析其实

就是一种社会性学习分析，它强调内容和人之间的

关联及当前关系状态的价值。借鉴弗格森和岑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Ｓｈｕｍ，２０１２）的研究成果，集体智慧的
学习分析可划分为社会网络分析（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
ａｌｙｔｉｃｓ）、话语分析（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内容分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性格分析（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和情境分析（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五类。每种类型有其
强调的数据来源类型以及对应的应用范畴

（见表三）。

随着学习分析的深入发展，数据的隐私性和开

放性问题日益突显，急需得到妥善的处理。在集体

智慧应用的情境下，更是如此。如何在保证安全的

情况下实现有效采集？异构的、不同渠道的数据如

何汇聚与整合？不同系统、平台间怎样存储与交换？

分布式学习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ｅａｒｉｎｇ，简称
ＡＤＬ）组织提出的 ｘＡＰＩ标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ＰＩ，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ｄｌｎｅｔ．ｇｏｖ／ｔｌａ／ｔｉｎ－ｃａｎ）展现了一个很
有发展前景的解决思路与途径。

（三）分析过程

依据教师和学生兴趣的关注点，分析的具体操

作可以从时间维度细分为关注过去、关注现在和关

注未来三种，另外所提供的服务也可再划分为信息

级（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洞悉（ｉｎｓｉｇｈｔ）级两层（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信息级分析服务进行评价、报告、警告、
预测一类的处理，回答诸如发生了什么，什么正在发

生，将要发生什么之类的问题，对数据的处理和加

工层次相对较浅。洞悉级分析服务则需要较深入地

揭示有关学习行为的原因、过程和可能的改变之类的

表三　集体智慧学习分析的五种数据来源类型及其应用服务范畴

类型 数据来源类型 应用服务范畴

社会网络分析 连结、关系、角色和网络 焦点或孤立的个体，适当的学习社区

话语分析 语义关系、学习主题 群组的关注点及其观点的不同特性

内容分析 标签、评级、内容信息 特定的偏好，共同的选择

性格分析 学习行为和过程，个体信息 适合的学习风格和方法

情境分析 学习状态、情境设置 学习条件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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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需要进行诊断、建模、推荐、适应一类的处理，

回答诸如事件或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接

下来最好的活动是哪个之类的问题，对数据的处理

和加工层次较深，难度较大。本文将集体智慧学习

分析处理内容通过时间定向、类型、服务客户和水平

等多个维度加以梳理（见表四）。

表四　集体智慧学习分析的不同分析处理内容

时间 类型 内容 客户 水平

过去

评价 与学习同伴的比较 学生 信息

诊断和建模

教学法问题 教师 洞悉

学生归类和学习路径 教师 洞悉

现在

报告

学习观点的不同与差异 学生 信息

当前群组的学习关注 教师 信息

警告

意料之外的学生行为 教师 信息

警告孤立的学生 教师 信息

推荐

适合的学习资源或学习社区 学生 洞悉

更为有效的教学组织建议 教师 洞悉

未来

预测 预测学生缀学 教师 信息

适应 自适应个性化学习 学生 洞悉

要从学习数据中发现所需分析的内容需要选择

适合的技术方法。沙提（Ｃｈａｔｔｉ，２０１２）梳理出了当
前学习分析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四类技术，分别是

统计、信息可视化、数据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此

外，新的技术也不断补充进来，比如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学习、仿真模拟等。但不管如何，为确保最后分

析结果的可用性，本研究特别强调数据分析过程中

教学法方面知识的指导。在相关理论中，我们特别

看重学习设计理论与学习分析结合的未来发展前

景。基于其详细的步骤计划和明确的阶段目标，学

习设计理论可有效从活动根源和过程上保证学习分

析的可操作性（Ｌｏｃｋｙｅｒ＆Ｄａｗｓｏｎ，２０１１；Ｌｏｃｋｙ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四）结果应用

集体智慧的学习分析结果可通过常见的学习仪

表盘工具加以呈现，以协助教师和学生进行教与学

反思与决策，也可以转化成算法逻辑或代码规则

应用到学习系统中，支持个性化学习、实现自适应

学习等。如果采用第一种方式，呈现组织的策略

需要精心加以设计，以便有效降低分析结果对教师

和学生解读能力的要求，促进他们理解的速率和正

确性。为此，相关设计需要考虑：针对当前分析结

果，最佳的视觉呈现方式是哪种？怎样使需要关注

的信息点在学习仪表盘上显著呈现？有哪些操作变

量可以提供，以帮助教师和学生获得最佳的观察视

角？以怎样的序列组织和呈现分析结果，才能最好

地匹配教师和学生的思考逻辑从而被最有效地接

受？这些问题经常被忽视，使得分析结果总是以一

种繁杂而混乱的体验方式展现在教师和学生面前，

让人无处着手。其实，为了方便而有效地支持教师

和学生教与学的决策，只需遵循一条准则即可，那就

是能第一眼抓住分析结果的关键点，简单而富有

意义。

四、应用案例

本应用案例来自于香港教育学院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的一项教学活动，本研究引入时对它进行了一

定的修订。这门课程旨在为参与学习的教师理解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问题、机遇与挑战提供相关的理论学习
和实践体验。为了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课程需要

事先获得参与教师对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概念的先验认知，
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和修订课程内容和活动的组织安

排。为此，在正式授课以前，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论坛工
具被用来收集参与教师的看法和观点，他们的话语

及其社会网络经分析后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在任课教

师和参与教师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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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参与教师关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先验认知的分析结果（左：总览图；右：匹配图）

表五　利用集体智慧决策的教学活动建议

类型 客户 教学活动

报告

教师
如果与应该掌握的概念范畴相比，学生的理解还不够充分的话，教师需要加以干预，通过一些提问引导学生关注被

忽略的部分，或者为他们提供相关的阅读资料

教师
一些分析结果可为教师修订他们的教学计划提供依据，比如更加强调一些原先被忽略的部分，减少一些陈旧已广泛

被识得的内容

学生 从群组的共识中，反思自己的理解，确定自己的竞争力

警告
教师

一些意料之外的观点需引起教师的注意，寻找可能的原因；如果是不好的因素，还需要想出措施从一开始就消除掉

这种误解

教师 一些处于“休眠”（ｄｏｒｍａｎｔ）或“观念出格”（ｉｄｅａ－ｏｕｔ－ｏｆ－ｌｉｎｅ）状态的学生需要加以重点关注

推荐

教师
如果学生的理解非常充分且有意思，教师可将其加以修订做成课程的学习资源，推送给下一批学生。并且，作为一

种自底向上创建的集体认知，这一资源应比正式的学术定义更能让人理解和接受

教师 一些具有相似理解和看法的学生可以在今后的学习活动中进行组群

教师 一些创新性的观点可以启发教师拓展其课程体系以容纳更多的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实践范畴与内容

学生 可以推荐给学生一些相似的观点、同伴或群组

预测 教师 教师可识别出相似的群组，然后采用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以部分话语分析结果为例（见图２），发言的词
汇被抽取出来加以统计，圆圈越大代表频率越高，即

认同度越高。为了了解参与教师对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知识
的掌握程度，教师预先从教学和技术两个维度定义

了一批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概念相关的词汇。将抽取出的
词汇与拟定的词汇进行对比，可得到左图所展示的

总览图和右图所展示的匹配图。总览图展示了参与

教师对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总体认知情况，其中黄色圆圈
标识了课程预设词汇之外出现的知识点；匹配图中

灰色圆圈突显了参与教师不了解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所涵盖
的知识范畴。

分析所得的信息能否变成知识，成为可以利用

的智慧，关键在于设计如何将析出的信息利用作为

活动决策的依据。在本案例情境下，我们将一些利

用集体智慧决策可行的教学活动建议列出，并在表

五中加以呈现。

五、结论

本研究讨论了集体智慧在在教与学中的利用，

并提出了集体智慧的学习分析框架。基于学习分析

的视角，教师和学生对集体智慧的兴趣点被加以梳

理，用以帮助分析目标的确立和相应学习数据的收

集。集体智慧的利用，依据时间维度上的不同关注

定向，可从信息和洞悉两个层次开展，分别有相应的

分析处理内容和应用范畴。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

所提出的分析框架特别强调整个分析过程的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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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即有目标地进行数据收集、有方案地执行分析处

理以及有策略地开展教育应用。虽然研究最后展现

了一个集体智慧的应用案例，但并不充分。为了使

分析框架更具指导价值和可操作性，未来还有很多

工作需要开展：１）在集体智慧的情境下，各种服务
于不同分析目标的关系链需要加以定义，研究如何

从数据转变为知识，成为可利用的智慧；２）设计和
开发支持教师和学生解读和利用集体智慧学习分析

结果的相关工具；３）开展相关实验研究检验分析框
架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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